
悠悠古运河穿城而过，使
济宁这座美丽的城市融南汇
北，深厚的文化积淀彰显着独
特的神韵和无限魅力。而今，古
运河两岸的许多老建筑仍在讲
述着济宁的过往，而一些建筑
却随着时代的进步，消逝在大
家的眼帘，留下的仅有或多或
少的记忆。

2009年5月13日凌晨6时，
随着一声巨响，济宁市电子工
贸大楼应声倒塌，该楼成功定
向爆破拆除，整个爆破过程仅
持续了约3秒钟。如此大规模、
高难度的爆破作业当时在济宁
城区尚属首次。

当时，为确保电子工贸大
楼爆破安全成功，济宁市专门
成立了指挥部，在建委、安监、
综合执法、公安、消防等多个部

门的通力合作，经过一个多月
的精心准备，确保了“第一爆”
的成功。

5月12日晚，本报专门成立
采访小组，负责爆破的整个采
访，为了保证采访顺利，多名记
者彻夜未眠，得以亲眼目睹了
爆破的整个过程。

据了解，经过竞标及专家评
估等程序，蓝盾爆破公司正式与
济宁市运河核心景区改造工程
指挥部签订了协议。4月10日施
工人员正式进入电子工贸大楼。

“电子工贸大楼是济宁市
爆破史上最高、体量最大的楼
房(11层、总面积6000余平米)，
同时还存在着三大难点。”蓝盾
爆破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该
大楼地处城区重点商贸区，南、
东、北三侧均有营业房。同时，

电子工贸大楼西侧为仿古建
筑，两者之间的距离仅为4米，
所以要求爆破时楼房必须向东
倾倒。而大楼的高宽比很小，成
为爆破工程顺利实施最大的技
术难点，为了实现楼房向东倾
倒，必须提高炸高，并要求延期
爆破配合精确。

为此，蓝盾爆破公司加班加
点，一天24小时不间断施工，决
定采用毫秒、半秒延期爆破技
术，在电子工贸大楼楼体钻了
500余个炸孔，填充了48公斤炸
药，各项工作均按照爆破安全规
程，并对爆破体采用草苫外加钢
丝网防护，保证了爆破的顺利进
行。

6时30分，爆破完毕后，道
路恢复了通行，而电子工贸大
楼却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

昔日的太白楼路上，电
子工贸大厦可谓是为数不多
的高层建筑之一，给许多济
宁人甚至是过往的客商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印象。2009年5
月，作为实施运河核心景区
改造工程的重要一步，济宁
市决定对电子工贸大楼实施
爆破。

2009年，位于太白楼路上的电
子工贸大楼实施爆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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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电子工贸大楼原址已经
建成为市民休憩、娱乐的绿地。初春
的绿地上，不时会有市民从这里停
驻脚步。从绿地向南左右望去，它与
整个的运河景观带融为一体，既充
满了绿意，又充满了回忆。

谈及电子工贸大楼，在济宁文
化广场附近经营通讯设备的刘先生
感触颇深。2009年之前，刘先生的摊
位就位于电子工贸大楼的东侧，并
经营了5年有余。“当时的电子工贸
大楼还是非常红火的，有比较集中
的通讯设备销售场所，还有许多的
服装店、小吃店，每天都聚集着非常
多的人气。”刘先生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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